
2020.24 中外企业家

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关联研究
仇 丽袁邱晓航袁魏锴劼袁吴继英指导老师

（江苏大学，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本次研究搜集了 2011-2017年度江苏省各项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对江苏省能源消费现状以及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描述；并且

利用各类指标建立模型对江苏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关联进行分析；最终根据模型所得的关联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建议与对

策。基于 2011-2017年的数据，对江苏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关联研究，得出结论，对于江苏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提供一定的理
论引导和决策支持，对于全国范围也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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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十九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逐渐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

转变，由高能耗、高污染、低能效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低能耗、

低污染、高能效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这一转变中，能源消

费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能源是我们生产活动中非常重要的投入要素，经济的增长离不

开能源的消费与能源技术的变革进步，在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中，

能源过度消费造成的严重污染、能源枯竭，以及低效率的能源使用

方式和高水平的能源排放量，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是以，在经济

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时，能源问题凸现，能源消费结构的改

变亟待实行。

江苏省位于长三角经济带，综合实力名列我国前茅。2011-2017
年，江苏省 GDP由 49110.27亿元增长到 85869.76亿元，7年时间
增至 1.75倍，2017年的全省 GDP占全国的 10.33%，位居全国第
二。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情况深刻影响着全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因此，

对江苏省的经济增长转变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且急迫的。

2 文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经问世，国内学者高

度关注，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内容，提出了如下有代表性的观

点：

关颖（2019）认为所谓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是一味的使经济水
平得到提升，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要进行多方面因素的考虑[1]。陈梦
根等（2020）基于改进的 TOPSIS综合评价模型实证分析得到我国
近几年来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着力点将集中在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上[2]。王超超（2020）认为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对五大新发展
理念的延续和升华[3]。

在创新上，《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坚持创新引领
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4]。刘元元、王艳芳（2020）认为技术进步、科技
创新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创新累积了的资金，又进一步作用于

科研创新，最终会推动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升经济质量[4]。马
越（2020）对青海省的相关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认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新旧动能转换包括知识能力、经济活力、创新驱动、数字网络经

济、转型升级这五个方面。在协调、绿色方面[5]；台德进等（2019）以长
江经济带沿线区域为例，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需选择包容性绿色

增长发展方式，也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协调发展[6]。肖文
海等（2019）以江西为例，认为通过绿色发展，协调经济活动和生态
环境的平衡，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生态环境影响的脱钩，是破解经

济高质量发展资源环境约束的必要途径[7]。在对外开放上，胡海峰

（2020）认为，经济要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需要在原有开放的
基础上，建立更高层次水平的开放性经济体系和全局开放格局[8]。王
文胜等（2019）认为开放型经济在现如今经济从高速发展进入高质
量发展的阶段显得尤为重要[9]。

不同时代经济发展都离不开本质的能源动力，中国经济跨入了

一个新时代，对能源消费也有了新的要求，能源与经济协同配合，有

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众多学者对此有如下观点：

周健奇（2020）认为中国已进入新时代，仍旧依靠以前大规模大
产能的形式来获取效益在当下几乎行不通，转变能源消费理念刻不

容缓[10]。韩君等（2019）认为影响能源消费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外
部因素和技术因素，内部因素主要是协调、绿色、共享三个方面，外

部因素着重于开放方面，而技术因素主要指创新方面 [11]。陈郭石
（2019）认为从长远来看，技术进步创新不仅有利于加快实现经济转
型，也有效为能源消耗程度降温[12]。刘桂环等（2020）认为绿色发展
包括降低能耗、研发低碳技术[13]。

综上，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相结

合，从这五大理念得以体现，能源消费又与这五大理念环环相扣、紧

密相关。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大多数学者仅

以理论描述分析，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测度，鲜有分析这二

者之间的关联，本文将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为表现，选取相关指标，建立其与能源消费指标的实证模型，以江

苏为例，分析二者之间的关联。

3 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关联研究
3.1 能源消费基本特征
2011-2017年江苏省人均煤炭消费量如下图（见图 1）所示，总

体呈下降的趋势。2011 年人均煤炭消费量为 3.4642 吨每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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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人均煤炭消费量为 3.3470吨每人；在 2015年和 2016年有
一段上升趋势，但在 2017年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高质量发
展”一词后，人均煤炭消费量有了明显的下降，说明经济正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3.2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特征
通过技术进步，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人均 GDP和绿色

生态五个指标来描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数据如下表（见表 1）所
示。

在 2011-2017年间，技术进步、城镇化水平和人均 GDP三项指
标呈稳定增长的趋势；对外开放程度、绿色生态稍有波动，但对外开

放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而绿色生态方面却表现出逐年减少的态

势。说明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经费投入不断提高，城镇人口也在不断

增多，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对外开放水平也在逐渐成熟，但是在经

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却忽略了绿色生态的建设。

3.3 数据来源
人均煤炭消费量，用各年度江苏省煤炭消费总量与当年江苏省

总人口的比值表示；技术进步，用各年度江苏省 R&D经费支出与当
年江苏省总人口的比值表示；城镇化水平通过各年度江苏省城镇人

口和当年江苏省总人口的比值表示；采用各年度江苏省按经营单位

所在地分的货物总出口额与当年江苏省总人口的比值表示对外开

放程度；人均 GDP为各年度江苏省实际 GDP与当年江苏省总人口
的比值；绿色生态，用各年度江苏省森林面积和造林面积之和比上

当年江苏省总人口来表示。以上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3.4 回归模型
回归分析中，当因变量 y受外界影响因素干扰时，将这些影响

因素定义为自变量 xi，如果 y与 xi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则可根据因
变量 y与影响因素 xi建立回归模型。

本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来进行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能源消

费的关联研究，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Y=茁赞 1-茁赞 2X
线性回归模型的截距为茁赞 1，线性回归模型的斜率为茁赞 2，两个参

数的估计公式如下：

本文以人均煤炭消费量为因变量，以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指标

为自变量，实证研究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如何应对能源消费提出新的要求。

3.5 计算结果
首先，将技术进步，城镇化率，对外开放程度，人均 GDP和绿色

生态五个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利用 Eviews6.0进行模型拟合，得到
如下模型：

Y=4.6509-0.4051X
Y为人均煤炭消费量，X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
由结果可以看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均煤炭消费量呈负相

关。当经济呈高质量发展时，每增长一个单位，人均煤炭消费量就会

减少 0.4051吨/人。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进步、城镇化的普及、对外
开放程度更深更广、人均 GDP稳速增长、绿色生态持续长久，经济
由高速增长过渡为高质量发展时，煤炭消费量相应的受抑制，能源

消费结构发生改变，新动能取代传统能源成为经济驱动力。

4 启示与建议
十九大报告中，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全国上下

纷纷响应。而江苏省地处长江经济带，是带动引领全国经济发展的

主要省份之一，江苏省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大

势所趋，更会是其他各省、各地区的学习借鉴的榜样。

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相

结合，而这五大发展理念又和能源消费息息相关。基于以上实证分

析和计算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1）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同时，注重煤炭消耗量增长的问
题。由于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也有所提高，一定

程度上会导致了煤炭消耗量的增加，是以要提倡低碳生活方式，增

强居民的低碳环保意识，做到生活垃圾要分类，有效回收身边可利

用的资源。

（2）联系我国实际情况，加快技术创新发展，开展低碳经济模
式。通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对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培育力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积极发展高科

技产业、清洁能源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同时，抓紧升级传统工业产业

的技术水平，减少污染排放。

（3）建立更加完善的资源回收系统，鼓励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可
回收资源的二次使用将大大减少能源的消耗，对于社会上产生的废

品进行回收利用可以有效节省资源。在各市、县辖区内建设垃圾回

收系统，同时在社区宣讲垃圾回收的必要及有效性，基层积极实施

垃圾分类回收，上层有效维护资源回收系统。

（4）继续推行贸易开放政策，同时注意保护环境，通过进出口贸
易达到低碳减排的目的。在对外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减少煤炭消

耗量，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引入先进的低碳减排技术，实现进出口

贸易增加和低碳环保的双赢局面。

（5）加快绿色生态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与创新、协调、绿色、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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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加强煤矿人才管理
马 杰

（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闻传媒与文体中心，辽宁 铁岭 112700）
摘 要：煤矿是一种重要的资源物质，所以这一行业的发展对于国家来说意义重大，在现有的基础上对煤矿企业进行科学合理的改

革不容忽视。现阶段我国煤矿企业主要面临的困境就是人才管理较为落后，不能对宝贵的人才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从而导致人才培养

困难与人才浪费现象共存的矛盾。针对这一现状，我国煤矿企业必须提高重视，对当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从根源处对问题

进行解决。

关键词：煤矿企业；人才资源；管理

1 前言
优化人才管理主要是为了实现人才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使

企业中有限的人才将自身价值在工作得到充分实现，这样对于企业
来说既能节约人力资源成本，同时又能得到理想的效益。煤矿企业
的性质与其他企业相比存在较大不同，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较
高，从而往往忽视了必要的人才管理，导致其内部人才资源结构存
在较为严重的不平衡情况，这对于该行业的未来发展十分不利，优
化人才管理刻不容缓。

2 煤矿企业发展中重视人才科学管理的意义
从实际的情况中可以发现，当前我国煤矿行业的经济发展并不

乐观，很多煤矿企业存在人员裁减以及拖薪欠薪的情况，这造成大
量的煤矿从事人员的失业。在基本构成方面对煤矿从业人员进行分
析，普通的劳动力占绝大比例，而掌握创新能力与方法的技术人才
以及管理人才的比例较少。在劳动力数量方面占有优势并不能拉动
企业的积极发展与经济效益的快速提升，相反会造成企业所需成本

的增加。人才资源才是煤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利用人才对企业的
经营管理理念、应用技术方法等进行必要的改革与创新，使其适应
当代的发展需求，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企业获得更好的生存机
遇。随着煤矿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想要在当前的市场背景条件下
立足，就要强化人才科学管理，调整人才资源的配置与结构，使其能
够为企业创造出最大的经济效益与发展优势。

3 煤矿人才管理中现存的不足及问题
3.1 企业对人才管理的重视有待提升
与其他新兴行业相比，煤矿行业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所以在

管理理念方面存在过于传统的缺陷与不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
正视生产效率较为低下、人力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以及人力资源成
本偏高这些问题，由于劳动密集这一特点而盲目地增加普通劳动
力，这样不仅不能缓解煤矿企业效益低下的现状，相反还会造成人
力资源浪费的现象，使企业的发展得不偿失。种种迹象都反映出现
阶段我国煤矿企业不能很好的重视人才管理，其内部人力资源结构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相结合，因此，必须重视生态建设。保护生态

环境中原有的森林环境，大气环境以及水资源环境；根据各地的具

体情况，因地制宜，合理开发人工造林等。

（6）江苏省作为沿海省份，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具有较为丰富
的太阳能、风能。这些适宜的地理条件，给江苏省能源消费结构调

整，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较好，政府发布扶持政策

后，投资者会更愿意将投资目标放在新能源产业上，最终达到促进

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效果。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环境和能源大多都不可再生，对

外开放共享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高效能源消费结构、绿色环境保

护建设的经验交流。

只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绿水青山、金山银山才能二者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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